
昨天，《人民
日报》在头版头
条聚焦余姚市梁
弄镇横坎头村，
让这个“浙东红
村”再度成为各
方关注的焦点。

当天上午，
记者再次驱车来
到梁弄镇三访该
村。

距离上次采
访仅仅过了半
年，村里的面貌
又有了新变化：

农家乐又多
了几家，特产梁
弄大糕成了网红
美食；年轻人更
“恋家”了，回乡
创业颇具亮点；

文明实践站吸引
了村民、游客的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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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红”了，游客多了，村民们
的口袋鼓了。如何在物质生活得到
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也得到提
升？如何将这种经济发展良好的势
头，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横坎头村村
干部动起了脑筋，村民们也在想办
法。

在横坎头村村委会旁边，有一处
文化礼堂。如今，村民们有了新的去
处——文明实践站。该村老党员黄
志尧带着记者去文明实践站转了转，
一楼的小剧场里，余姚市残联承办的
一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300
多个座位座无虚席。

“这里不仅可以开会、搞活动，还
能看电影。”村民小黄告诉记者，他们
小时候都是端着小板凳看露天电影
的，没想到现在村里也有“电影院”
了。就在“七一”前，村里给家家户户
发了票，都可以去看《建党伟业》等红
色革命题材电影。“别的大片也有哦，
2D、3D都可以。”小黄兴奋地说。

在宽敞、明亮的展示馆，村里的
红色基因、金色产业、绿色山水等一
览无余。“说起来，文明实践站是文化
礼堂的‘升级版’。”黄志尧说，现在实
践站已经启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
了新的依托，也能留住游客的脚步。

“文明实践站是我村乡村旅游综
合体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横坎头
村村干部鲁华说，实践站的建成，可
以增加村民的自豪感、认同感，也能
对游客进行一次红色党建教育。据
了解，这里不仅可以作为会务、培训
基地，还能推介乡村特色产品，兼顾
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在村里通了柏油路，来观光
的、旅游的、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村里
种起了樱桃、开起了农家乐，还被评
上了全国文明村。”村民们表示，对于
奋斗的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日新月异
的，他们期待着有一天总书记能再来
横坎头村，看看这个美丽山村的新变
化。

记者 马涛/文 记者 周子豪/摄

打好“红色基因”这张牌
回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了

黄金军开的匠心坊食品店，选了个好位置——往西可以通到村委会，往东
能到浙东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属于三岔路口的黄金地段，生意自然不会差。

这是一家以当地特产梁弄大糕为主打产品的食品店，开在路边，原本是黄
金军家的车库。今年37岁的他开了10多年模具厂，去年年底开始筹划开家食
品店，于是将20多平方米的车库改造了一下，今年年初开了起来。

“去年习总书记回信之后，来村里的人多了起来。人多，就意味着商机。”黄
金军想到了开梁弄大糕店，这是当地特产，但真正开起店来，他是下了功夫去学
的。为了和传统的制作工艺区分开来，他将自己的老本行——模具制作，和浙
东红村结合起来，在大糕上得到体现。

记者看到，黄金军自刻的模板——用来印在大糕正面的字样，有“浙东红
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团结奋进”……这算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笑着说：

“这是不是和传统的‘福、禄、寿、喜’不一样？”
妻子陈灵之前在村里一家工厂上班，开店之后，她就辞了职，专心打理自家

的大糕店。夫妻俩盘算着，游客去了纪念馆，还要去村委会、文化礼堂等处转
转，正好路过他家的店，生意不就带起来了吗？事实证明，两人的预想是准确
的，如今这家大糕店已成了网红店。

“前一晚上做馅、浸粉，第二天早上就做，忙的话就叫上我爸妈。”黄金军说，
生意最好的时候，算上实体店和网店，每天能卖300盒。节假日一般每天能卖
100盒。“利润如何？”他笑着透露，每盒卖30元，利润和成本一半一半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多了，就得解决吃饭问题。村里有了第一家农家
乐，就有了第二家、第三家……其中，有大学生回家创业的，有五金厂老板转型
的，都在“美食江湖”里各显其能，为游客提供最乡土、最本色的时鲜美食。

黄徐洁是90后大学生，2013年大学毕业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她，先后
在余姚市区投资了3家“梁弄大食堂”。总书记回信后，这名年轻党员心潮澎
湃，萌发了在村里开店的想法。

“刚好我有这方面经验，而往来众多的游客，确实是新的商机。”黄徐洁说干
就干，投资130万元，开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横坎头农家乐。这家店主打红
色，除了墙绘、灯笼、餐具外，尤其是菜单令人过目不忘：“翻雪山”、“冲锋号
角”……

村里还有一家名为初心农家乐的店，则是“转型升级”来的。老板娘任明娅
说，家里是幢三层楼房，原本一楼开五金厂，二、三楼住人。

“很多游客从纪念馆出来，到处走走看看，有时候好奇地看我们五金厂在做
什么，或者问哪里有吃饭的地方。”任明娅说，当时家里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而村里也在鼓励大家创业，落实到她家则是“转型”——五金厂的生意不好做，
有“三角债”，开餐饮店则是现金流啊。

家人们动了心，将五金厂转移到了屋后，对一楼稍加装修后，开起了农家
乐。起步还算比较顺利，生意一直不错。因游客来得多，今年3月，她将一楼的
包厢拆掉，又增加了能放两张餐桌的空间。之后，把二楼的客厅、阳光房也改造
成了用餐区。生意一直红火，一家人都乐开了花。

70后何达峰在余姚市区经营印刷企业多年，看好横坎头村的前景，回村开
办了130多亩的果乡园，打造集吃、住、玩、采摘于一体的旅游农场，“既卖产品，
又卖风景”。

90后张渊涵从企业辞职后回到村里，负责村里的民生事务……越来越多的
人回到村里，挥洒汗水，振兴乡村。

特色大糕店成了网红店

村里的老板越来越多，回乡创业颇具亮点

文化礼堂有了2.0版
村民、游客有了新去处

记者三访横坎头村，时隔半年，“浙东红村”又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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